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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很喜欢历史，喜欢那些过去的人和事，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回味，在我
第一次接触历史的二十年之后，我开始动笔，写下了下面的这些文字，写给我自己，也写给所有喜爱
历史的人。
　　这篇文章我构思了六个月左右，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
，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写法和对人物的心理分析，以及对当时
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些评价。
　　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是描写正史的，资料来源包括《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
史纪事本末》等二十余种明代史料和笔记杂谈，虽然用了很多流行文学的描写手法和表现方式，但文
中绝大部分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甚至人物的对话都是有史料来源的，为了文章的流畅，出处就不一一
列出了。
　　我写文章有个习惯，由于早年读了太多学究书，所以很痛恨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其实历史本身
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很好看，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写的算什么体裁，不是小说，不是史书，但在我看来，体裁似乎并不重要。
　　我想写的，是一部可以在轻松中了解历史的书，一部好看的历史。
　　仅此而已！
　　好了，就此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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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朝那些事儿》这篇文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以史料为
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
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
德的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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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当年明月，副研究员，明史学会会员，青年历史学者，畅销书作家，所著作品《明朝那些事儿》
销量过五百万册，为三十年来最畅销之史学读本，位列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2007—2008年度系列畅
销书第一名，该系列作品已被译为日、韩、英等多国文字出版发行，并担任国内多家电视台文史类节
目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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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最阴险的敌人　　严嵩的原则　　嘉靖算是消停了，但是大臣们的斗争游戏却刚刚进入
高潮，夏言除掉了他的最大对手，夺取了全部的权力，所有人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这一年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看上去一切都很完美，但他不会想到，崩溃将在最为辉煌的那
一刻到来。
　　毁灭他美好前景的人，叫做严嵩。
　　严嵩，字惟中，成化十六年（1480）出生，江西袁州府分宜人。
　　说起此人，实在是大大的有名，从明代开始，他就被人以各种形式，（写入书中、编入戏里）不
停地骂，反复地骂，并最终获得了一个荣誉称号——明代第一奸臣。
　　事实上，在走上那条不归路之前，他曾经是一个勇敢正直，坚持原则的人，而那时，他是夏言的
朋友。
　　第一章　最阴险的敌人　　如同所有的悲剧一样，严嵩的故事也有着一个喜剧的开头。
　　应该说严嵩的运气是不错的，他出生时，家里虽不很富，却也算个中产阶级。
他的父亲严淮多次参加科举，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到最后实在战斗不动了，就改行当了教书先生。
　　老子的未竟事业自然是要儿子完成的，刚出生不久的严嵩就此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涯。
　　严嵩的幼年教育是可以写成启蒙类教科书的，据说他三岁就学会了写字，到六岁就能背诵四书五
经，但这些还只是小事，两年之后发生的那件事情才真正引起了轰动。
　　在这一年，八岁的严嵩因为成绩好，作为优秀童生考入了县学。
　　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我们来列举另外两位仁兄进行类比，你就知道其中奥妙：　　
海瑞，身份：童生，时年二十八岁。
　　范进，身份：童生，时年五十余岁。
　　其实这二位兄弟还算是年轻有为的，六七十岁考不上县学的童生大有人在，相比之下，严嵩实在
是神童中的神童。
　　就这样，严嵩一直神童了八年，到了弘治八年（1495），十六岁的严嵩准 备参加乡试，包袱都打
好了，刚要出发，爹死了。
　　这实在是让人悲痛的事情，一般这种时候，都会有固定剧本：跳出来一大帮亲戚朋友，说些什么
不要悲伤、要正常发挥水平、告慰先人之类的话，　　然后主人公擦干眼泪，抬头望天，握拳做苦大
仇深状，毅然踏上前进的道路。
　　严嵩的情况大致差不多，只是有一点不同——他没有去考试。
不是他过于悲痛不想考，而是不能考——根据明代规定，死了爹的，要在家守制三年。
　　国家政策是没法违反的，严嵩只好在家待业厂三年，三年后，他带着父亲的遗愿和满腔的抱负前
往南昌，一举中第，金榜题名。
　　严嵩的乡试成绩很好，所以对于第二年的会试，他本人十分自信，可事实证明，地方经验放到中
央，往往都是不灵的。
考试成绩出来后，名落孙山的严嵩叹着气走了回头路。
　　不要紧，下次一定能够考上！
　　过了三年，他进京参加第二次考试，几天后，他拿着京城同乡送的慰问品回了家。
　　神童也好，天才也好，考不上就考不上，说啥也没有用。
　　失望的严嵩没有放弃，他确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
　　于是他去考了第三次，这次他不再有任何幻想，考上就好，只要考上就好。
　　但上天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善意的玩笑。
　　老天爷可能觉得严嵩先生才学深厚，非要消遣一下他，所以在两次落榜之后，严嵩意外地得知了
自己的考试成绩——二甲第二名。
　　一甲只有三人（状元、榜眼、探花），所以二甲第二，就是全国第五。
　　这个成绩实在太好了，严嵩惊讶之余大喜过望，他认为，自己的命运将就此彻底改变。
　　正德元年（1506），严嵩被选为翰林，成为了一名庶吉士，这一年他二十七岁，年少高才，前途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朝那些事儿5>>

远大而光明——光明时间合计三年。
　　正德四年（1509），严嵩迎来了一个噩耗，他的母亲去世了。
　　严嵩是一个十分孝顺的人，在父亲死后，母亲含辛茹苦抚养他，供他读书考试，所谓子欲养而亲
不在，实在是一场人生悲剧。
　　但凡是个人，遇到这种事都会悲伤，但严嵩却似乎有点过了头，他日夜痛哭，伤心过度，差点送
了命，经过紧急抢救才活过来。
　　这还没完，悲痛至极的严嵩又做出了一个更让人意外的决定，他要辞官回家隐居。
　　这是一个让人钦佩的抉择，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放弃荣华富贵，避开俗世红尘，只为纪念自
己未能报恩的母亲。
二十七岁的严嵩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严嵩回到了老家隐居，但国家并没有忘记他，朝廷曾多次下旨，希望他回朝中为国效力。
　　可严嵩拒绝了，他已经过了守制期，却仍拒不入朝，只因为另一个理由：　　“奸人当道，在下
不堪与之为伍！
”　　他口中的奸人，就是当年红得发紫的钱宁和江彬，严嵩有他自己的骨气：宁可不当官，也绝不
与小人同流合污！
　　那时的严嵩，是一个正直的人。
　　但隐居十年之后，他终究还是答应了一个人的邀约，再次出山为官。
并非是他出尔反尔，只是因为这个人他无法拒绝。
　　此人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
　　在严嵩看来，杨廷和是朝廷的支柱，在杨廷和看来，严嵩是难得的人才，而更为重要的是，十年
前（弘治十八年1505）的那次会试，点中严嵩卷子，对其赞扬有加，并成为他老师的人正是杨廷和先
生。
　　杨先生真可算得上是个有眼力的人，因为十七年后（嘉靖二年l523）的殿试中，他还夸奖过另一
位新科进士，断定此人必成大器，之后还大力提拔。
　　看来这个世界确实很小，因为这位幸运者的名字叫做徐阶。
　　正德十一年（1516），严嵩再次出山。
　　论资排辈是官场的优良传统，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严嵩的境遇并不太好，所谓“任你通天大才，
只有推倒重来”，他先进了翰林院，却只干了个编修（翰林院的低级官员），一年多啥也没混出来。
　　但人生总是充满变数的，正德十三年（1518），严嵩得到了一份差事——传旨。
　　这就是传说中的钦差，虽说是个体力活，不过能到地方上摆摆威风，混吃混喝，也算不错，于是
严嵩乐颠颠地上路了。
　　然而事实证明，这趟所谓的钦差，实际上是个苦差。
　　严嵩十分尽责地完成了使命，然后一路往回赶，但上天似乎还没玩够，他又一次在错误的时间，
将严嵩送到了一个错误的地点。
　　具体说来，当时严嵩先生所处的环境如下：　　时间：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　　具体方位
：江西省临江府。
　　如果感觉比较眼熟，那说明你的记性还不错，此时此地，除了严嵩外，还有一位仁兄正在闹腾一
件大事，这就是伟大的王守仁先生。
　　严嵩的运气实在不好，全国那么多地方他不去，偏偏赶上了宁王叛乱，要是他赶得巧，没准还能
和刚刚坐船上岸的王巡抚打个照面。
　　不过他既没有王巡抚的胆略，也没有旗牌令箭，于是只好躲了起来。
　　但凡是躲避战乱，都有个时间限制，仗打完了该干嘛就干嘛去了，但严嵩可能是在战乱中受了什
么刺激，他躲得比较彻底，京城也不去了，托人请了个假，直接回了老家。
　　严嵩的行为放到今天，往小了说是怕事，往大了讲是玩忽职守，这事要放在朱元璋手里，估计严
嵩的人皮都晾干了。
　　可当时的朱厚照先生是没有时间管的，他正忙着玩，严嵩何许人也？
哪能劳他老人家大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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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严嵩又开始了休养生活，但上天注定要让他出场，两年之后，又一个机会来临了，朱厚
照先生驾崩，杨廷和开始代理朝政。
在严嵩看来，报效国家的时机终于到了。
　　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严嵩正式进京，他的人生从此被彻底改变。
　　可刚一进京，严嵩就发现情况不对，他去拜会老师杨廷和，杨廷和还认识他，也打了招呼，却不
怎么理会，搞得他十分尴尬。
　　这人怎么说变就变呢？
严嵩纳闷了。
　　其实杨廷和还是比较够意思的，他之所以不管严嵩，实在是因为他正忙着一件大事——和皇帝斗
争。
　　严嵩算是倒霉到家了，复出混得不好，传旨遇到了宁王之乱，好不容易回到京城，又撞上了大议
礼事件。
　　这一年严嵩已四十一岁，前辈上级退休了，同辈的都升了官，晚辈又不买他的账，他成了个没人
理也没人管的累赘。
　　吏部的官员考虑了很久，觉得这人实在没啥用，又榨不出油水，就安排他去了南京翰林院。
　　在当年，南京翰林院有个外号叫“鬼都不理”，既无权又无钱，穷得叮当响，可是严嵩没有办法
，只好老老实实地去了南京。
　　但他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缺德的工作安排救了他的命，带来了光辉远大的前途。
　　因为就在他出发去南京之后不久，两个人就急匆匆地以相反的方向从南京赶来，在京城掀起了一
场无比凌厉的风暴。
　　这两个人就是张璁和桂萼，轰轰烈烈的大议礼就此进入最高峰。
　　斗争的结果人尽皆知，在这场惨烈的政治斗争中，无数官员落马折腰，内阁被全部清洗，新一代
的权贵登上舞台。
　　严嵩运气实在不错，出事的时候他在南京，无门无派，无牵无挂，每天喝喝茶，谈谈京城八卦新
闻外，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话虽如此，但这件事情对他的前途似乎也没有太大影响，毕竟他的老师杨廷和是斗争的失败者，
他从中捞不到任何好处。
　　但严嵩自己却很清楚，他飞黄腾达的时候到了，因为事情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除了老师杨廷和
外，他还有一个十分要好的老乡兼朋友——桂萼。
　　果然，不久之后，京城传来消息，严嵩由南京调回北京，连升三级提任国子监最高长官（祭酒）
。
　　坎坷的人生，狡诈的官场改变了严嵩，他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领悟了成功的秘诀——左右逢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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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朝那些事儿》销量突破1000万册，建国60周年以来最畅销的史学读本。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朝那些事儿5>>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